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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青洲山在人文或歷史上都是澳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近年關於如何保育青洲山的

議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青洲山屬私人業權，政府在保育工作上頗為被動及欠缺積極性，

如何理順青洲山保育工作是專題小組的關注重點之一。而青洲山周邊有不少公共房屋，

山上的衞生情況會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響，甚至衍生公共衛生安全隱患。 

 

為理順青洲山的保育工作，以及減少公共衞生安全隱患，專題小組依循以下三個方

面進行探討 : 1) 探討如何優化相關保育工作，包括山體、山上具保育價值的樹木及歷

史建築群；2) 探討政府部門與青洲山業權人，以及跨部門之間的協調溝通機制是否健全；

3) 探討青洲山的環境衛生對鄰近社屋群的影響。 

 

基於此，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成立專題小組，對有關青洲山的保育問題進行探

討及分析，從而向特區政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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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專題小組成立的原因專題小組成立的原因專題小組成立的原因專題小組成立的原因    

 

青洲山保育議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其環境衛生狀況亦對周邊居民造成影響，為有

效對專題進行探討及提出建議，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份平常會議上，

向各委員作出引介，並獲得出席委員一致通過立項開展有關專題小組工作。於 2018 年 2

月 2 日，召集人批示同意成立是次專題小組，並正式開展相關工作。青洲山保育工作涉

及「環保、環境衛生、市政」和「房屋、交通、城規」兩個範疇小組，基於此，起初專題

小組成員主要由上述兩個範疇小組的部分成員組成，由於是次專題牽涉範圍廣，為發揮

更大工作成效，經召集人批示同意後，「教育、經濟、社福」範疇的部分成員亦參與是次

專題小組工作，專題小組成員由 12 人增至 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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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設定專題小組工作時間表及步驟設定專題小組工作時間表及步驟設定專題小組工作時間表及步驟設定專題小組工作時間表及步驟    

 

為增加對青洲山保育工作的認知，專題小組會邀約相關政府部門舉行交流會議，並

設定下列安排作為日後小組工作的日程： 

 

(1) 相約文化局、土地工務運輸局、民政總署及衛生局作諮詢，讓小組成員了解青洲山保

育工作情況、相關法律法規、如何優化相關保育工作(包括：山體、山上具保育價值的

樹木及歷史建築群)和跨部門協調機制，以及改善青洲山的環境衛生狀況； 

(2) 了解及收集居民對專題的意見； 

(3) 將透過資料收集、分析和討論制訂建議方案，並交予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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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青洲山相關的保育工作青洲山相關的保育工作青洲山相關的保育工作青洲山相關的保育工作    

    

（（（（一一一一））））本澳現行文物的分類機制本澳現行文物的分類機制本澳現行文物的分類機制本澳現行文物的分類機制    

本澳文物的分類方法沿自葡萄牙，以文物類型作分類，有別於內地和香港的分級分

類。現時本澳文物可分為四大類型：1. 紀念物：其價值體現於重要的紀念意義，或代表、

見證重要的社會事件，如孫中山先生曾開辦診所的地方即中西藥局舊址等；2. 建築群：

其價值體現於在某一時期建築風格相對統一，以及具規模性的建築群體，如福隆新街等；

3. 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其價值體現於建築物的美學，或代表某一時期建築物的風格，

如法院大樓、鄭家大屋等；4. 場所：其價值一般體現於透過人工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而形

成優美風景的地方，如盧廉若公園、東望洋山及西望洋山等。 

 

� 香港以文物重要性作為分級機制的依據，其具備高辨識度能讓巿民一目了然政府對

該文物的重視程度(如香港歷史建築的三類分級機制)。而本澳以文物之類型及屬性

作分類，其對應的內涵需要更多向居民持續宣傳，避免讓巿民混淆或誤解政府開展的

保育工作。 

 

� 2016 年 10 月文化局正式在網上開通“文化遺產全民通報站”，透過此網上渠道確能

增加政府與居民的互動溝通，專題小組期望文化局能加強相關的宣傳推廣，提高巿民

對該網站的認知度，令其成為未來本澳文物監察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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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對青洲山保育及發展的未來思考方向對青洲山保育及發展的未來思考方向對青洲山保育及發展的未來思考方向對青洲山保育及發展的未來思考方向    

� 文化局就《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進行公眾諮詢，雖然青洲山不在歷史城

區範圍內，但部分計劃內容，包括永續傳承、公眾參與、優化管理、合理利用這四方

面均可套用在青洲山保育工作上。專題小組認為政府應與業權人保持溝通，以進一

步完善青洲山之保育工作。在開放予公眾方面，相信規劃休閒活動空間會較為合適，

這樣既可保護山體自然生態，亦不會對歷史構築物造成影響。雖然現時青洲山沒有

一條完整的行山路徑，但每星期均有團體到青洲山參觀。 

 

� 應參考內地及外國的保育經驗，如在青洲山規劃一條與古樹保持距離的參觀路線或

觀賞區，並訂立嚴格管理規則(如限制參觀人數、禁止攜帶火種等)，相信有條件開

放予公眾參觀。另外，參考外國管理經驗，如業權人認為青洲山沒有發展價值，可考

慮將經營權批給私人機構營運，而基於善意原則，政府可尋找私人機構營運相關項

目。 

 

� 有專題小組成員認為“場所”不應與建築物或紀念物納入同一部法律內，應針對

“場所”的特殊性，作更明確、更清晰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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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五部分第五部分第五部分    關於現行跨部門協調溝通機制關於現行跨部門協調溝通機制關於現行跨部門協調溝通機制關於現行跨部門協調溝通機制    

 

文化局就專題小組成員提出現時是否已經實行跨部門協作機制的疑問，回應指現時

該局的職能已包含與其他公共部門進行溝通及協調的功能，而對於是否有需要再進一步

成立跨部門恆常溝通機制的建議則持保留態度，認為須視乎是否有其必要性。專題小組

認為現時政府部門(如民政總署、土地工務運輸局、衞生局、環境保護局、消防局等)已就

自身職能跟進處理青洲山的問題，惟現時該地段屬私人業權，在保育上有未盡完善之處。 

 

� 專題小組曾就青洲山的軍事碉堡和避靜院是否屬同一業權人分別向文化局、衞生局

及民政總署查詢，但反饋結果為並沒有掌握相關資訊。而土地工務運輸局則表示因資

料較敏感，故未知能否對外公佈。專題小組認為現時政府部門或多或少與業權人或其

代表有溝通，但與政府部門溝通的代表是否同屬於業權人的代表仍是一個疑問。 

 

� 根據《文遺法》規定，青洲山被評定為具保護價值的“場所”，但現時青洲山的業權

歸屬問題存在不確定性，加上業權人沒有積極維權，導致青洲山周邊滿佈廢車場，甚

至有居民在山上開墾自耕地，而相關政府部門各自跟進的成效亦未如理想。面對破壞

山體行為，以及廢車場影響周邊環境衛生的情況暫無有效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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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    探討青洲山的探討青洲山的探討青洲山的探討青洲山的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衛生對鄰近社屋群的影響衛生對鄰近社屋群的影響衛生對鄰近社屋群的影響衛生對鄰近社屋群的影響 

 

（（（（一一一一））））青洲山蚊患情況青洲山蚊患情況青洲山蚊患情況青洲山蚊患情況    

北區社諮委曾兩次到青洲山實地視察，發現山上蚊患情況頗為嚴重，但青洲山周邊

的社屋住戶卻表示不算嚴重，因此專題小組與衞生局進行了深入了解。 

 

據衛生局表示，一般蚊子的飛行距離約為 100 至 200 米，如棲息處有覓食源頭，蚊

子便無需作遠距離飛行，加上該局一直跟進青洲山的滅蚊工作，因此對與青洲山有一定

距離的周邊公屋群不會造成太大影響。根據誘蚊產卵器指數，筷子基區一直維持正常水

平。 

 

 

(數據由衞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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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衞生局介入私人地方相關依據衞生局介入私人地方相關依據衞生局介入私人地方相關依據衞生局介入私人地方相關依據    

衞生局代表指出，首先要明確的是，並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明確規定該局具職權進入私

人地方及干預私人地方的衛生問題，而私人地方的環境衛生問題理應由業權人或佔用人

負責，只有在涉及嚴重或緊急公共衛生情況(如傳染病等)，該局會根據兩項法律規定：1.

《公共行政程序法典》第三條第二款(緊急避險)；2.衛生局組織法第四條第二款(衛生當

局權限)，對私人地方的環境衛生作出干預。衛生局曾收到市民投訴，指某大廈內有雜物

堆積，影響環境衛生，經評估後，在不構成公共衛生風險下，該局並沒有職權作出處理。 

 

現時青洲山屬私人業權，但衞生局仍然持續進行衞生巡查及相關的滅蚊工作，而近年

有關衞生的投訢亦持續下降，專題小組認同該局的工作成效。 

 

(數據由衞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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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第七部分第七部分第七部分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本澳大部分法定文物都屬私人業權，對於維護欠佳的私有文物，政府在保育上顯得

頗為被動，建議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積極主動跟進法定私有文物的保育工作。

其中，青洲山已評定為具保護價值的“場所”，由於業權人管理不善，造就部分人

士在青洲山進行破壞山體、植被的違規行為(如開墾自耕地、使用除草劑等)，甚至

出現非法佔用土地情況，建議文化局優化現行跨部門協調機制，積極跟進青洲山保

育工作(包括：山體、古樹、避靜院、軍事碉堡等)，同時建議成立專案小組跟進處理

青洲山的環境衛生和非法霸地問題； 

 

2. 早前有學者在青洲山發現罕有生物物種(如澳門細蟻)，建議政府組織專家團隊，研

究有關物種是否具保育價值。如是者，政府應妥善做好相關後續跟進工作； 

 

3. 由於戶外活動場地不足，在青洲山規劃休閒活動空間已成為青洲居民的普遍共識和

訴求，期望政府引導及推動青洲山業權人從社會貢獻的角度作考量，與政府共同磋

商在青洲山規劃觀賞活動空間，同時可通過預約導賞形式限制參觀人數，既可讓居

民了解青洲山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價值，亦可減低對青洲山自然生態的影響； 

 

4. 雖然文化局推出了“文化遺產全民通報站”等文物保護措施，惟市民並不知悉相關

資訊，建議局方加大有關文物分類及文物保護的宣傳力度，並持續推廣，以提高公

眾對文物的保育意識； 

 

5. 部分關注青洲山保育工作的人士(如李業飛先生、陳鳳女士等)經常組織居民、學生

到青洲山實地視察，讓其了解青洲山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但單憑個人力量確實難以

提高公眾對青洲山的整體認知，建議政府與相關關注團體合作，共同推廣青洲山的

歷史文化傳承及開展青洲山的保育工作； 

 

6. 青洲臨時危險品中途倉與青洲山及民居相鄰，一旦發生火災，後果不堪設想，建議

政府就搬遷中途倉訂立具體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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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探討青洲山保育工作”專題小組先後與相關政府部門，就有關保育事宜、跨部門

之間的協調溝通機制，以及青洲山的環境衛生對鄰近社屋群的影響這三方面進行了深入

的探討和交流，加深了專題小組成員對青洲山保育工作的整體認知。 

 

在保育上，專題小組期望政府可以從永續傳承、公眾參與、優化管理及合理利用這

四個原則出發，積極推動和鼓勵業權人進一步完善青洲山之保育工作。青洲山屬自然林

區，有民政總署代表認為，減少人為活動，讓它自然恢復，對保育其自然生態是最有利

的，但“封山保育”未能讓公眾體驗青洲山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難以發揮傳承作用；而

若草率規劃行山徑，增加的人流亦可能對青洲山的自然生態造成破壞。參考外國經驗，

保育與開發並非魚與熊掌，不能並存，如在兩者間作適當平衡、合理調度，在青洲山規劃

觀賞活動空間反而能推動歷史和文化的傳承，讓公眾更深入認識這座寶山及其背後歷史，

這對社會更有意義和價值。  

 

另外，專題小組建議文化局優化現行跨部門協調機制，積極主動跟進青洲山之保育

工作(包括：山體、古樹、避靜院、軍事碉堡等)，同時建議成立專案小組跟進處理青洲山

的環境衛生和非法霸地問題，並建議局方完善有關文物分類及文物保護的宣教工作，以

提高社會對文物的保育意識。 

 

是次專題小組工作屬初步探討階段，現時青洲山土地歸屬問題仍存在不確定性，加

上青洲山規劃條件圖草案仍未定案，若日後條件成熟，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將再次

成立專題小組深入跟進。 

 


